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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趣

请作者侯建平、马耀国、九都黄龙将
个人联系方式发至lyrbshb@163.com，以
奉薄酬。

开心 马耀国 摄

河洛文化旅游节唯一指定接待用酒

专注 侯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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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通 人车路权待平衡
“无车日”后，关于人与车的路权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明日，“2014 洛阳关林国际朝圣大典”
即将上演。面供作为诸多供品中最重要的
一种，其繁多的种类和造型、令人惊艳的色
彩表现以及高超的面塑技法，在每年的朝圣
大典上都最为吸引观众眼球。

按照洛阳关林传统祭祀礼仪，面供分为
36道、72道以及108道三种规格，以每次祭
祀的规模大小，以及参加者的身份地位来确
定面供的规格。而今年的洛阳关林国际朝
圣大典，将有最高规格的108道供品呈现在
观众面前。

面供种类和造型繁多，其中有象征六畜

兴旺的家禽、家畜，有象征长寿的松鹤延年、
寿星、寿桃，有象征喜庆吉祥的如意璧合，还
有各类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题的面
供，如鱼跃龙门、马到封侯等。

按传统工艺要求，面供要在大典活动前
5天左右请来10多位民间面艺师共同制作。
普通的面粉经过面艺师的巧手加工后，就变
成了各种面供造型。自1994年第一届洛阳
关林国际朝圣大典至今，参与制作面供的民
间面艺师已更迭多批，他们以老带新，为海
内外观众呈现出一道道精美绝伦的艺术珍
品。本报记者 鲁博 通讯员 孙慧宝 文/图

传统面塑艺术的缩影

“无车日”刚刚过去，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选择”。不知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人们选择怎样
的出行方式，与人们被赋予的道路权利密切相关。

公车封存也好，单双号限行也罢，都旨在倡导人们绿色出行。然而，在如今城市街道的路权分配的现实中，
人与车在道路中享有的权利是否平等？绿色出行是否畅通无阻？行人和非机动车能否有尊严地出行？

将这些问号“拉直”，才是保证人们绿色出行最基本的条件。

昨日是“无车日”过后的第一天，我市市区
道路车流量恢复如常。而记者近日在街头所看
到的一幕幕，不知您是否已习以为常。

■ 镜头一：斑马线上行人的路权

在西工区体育场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东西
方向绿灯亮起，一对母子从斑马线上通过。此
时，凯旋路上由西向东驶来一辆黑色越野车，几
乎没有减速便直接右转，还鸣着笛从他们前方
迅速驶过。孩子被吓了一跳，妈妈抱着孩子无
奈地看了一眼这辆车。

交警提示：这辆车虽然正常右转不会受到
交通处罚，但在经过斑马线时应减速避让行人。

■ 镜头二：人行道上行人的路权

在新区太康路与广利街交叉口西北角的人
行道边上停满了车，只留了一辆车刚好能通过
的路面。这时，有个人沿人行道由北向南行走，
迎面驶来一辆轿车。行人站在了原地，轿车非
但没有停，还不停地鸣笛。行人慌忙后退到路
边停放的两辆车的间隙，“目送”轿车通过。

交警提示：在人行道上，机动车与行人“狭路
相逢”，机动车应停车让行人先过，且不该鸣笛。

■ 镜头三：非机动车的路权

涧西区珠江路与九都路交叉口以南路段没
有设立慢车道，高峰期这里车流量很大。一名
骑自行车的中学生为了避开一辆正在停车载客
的出租车，不得不往路中间骑行。这时，一辆轿
车因自行车挡路而不停地鸣笛。中学生被吓了
一跳后，加速骑过了出租车。

交警提示：车流量较大时，机动车应减速慢
行，不应鸣笛催促非机动车。

“无车日”，旨在倡导人们绿色出行，
而现实中的一幕幕不禁让人发问——是
否给予了非机动车和行人应有的路权？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让我
们来听听其中两人的心声。

■“以后开车会更尊重行人”

今年34岁的李铭辉一直开车上班。
前一阵子，他的车出了故障，便骑自行车
上班。

一天刚下过雨，路面有很多积水，当
李铭辉骑行至市体育中心附近时，一辆
疾驰而过的轿车溅起半人多高的水花，
将他的衣服打湿。

“有时候骑车出行会生一肚子闷气，
除了‘被淋雨’的经历，机动车在身后鸣
笛催促、挤占慢车道、突然转弯等情况

太多了，我感觉自己就是弱势群体。”李
铭辉说，他的车已经修好，他又开车上
下班了，而现在他会更加注意避让行人
和非机动车，因为“他们应该得到起码
的尊重”。

■“借钱买车只为出行更有安全感”

市民兰馨是一个3岁半孩子的妈妈，
近期刚借钱买了辆车，用她自己的话说，

“买车只为出行更有安全感”。
兰馨说，她带孩子散步，小区院里院

外都是车，有很多安全隐患。她每次骑
电动车带孩子出行，经常会遇到被机动
车“逼停”的情况。为了孩子的出行安
全，她和老公决定借钱买车。“为了尽快
买车，只好向亲戚借了3万元。”她的语气
颇有些无奈。

“‘车让人’是基本的法律精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天津大队民警王俊涛介
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
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
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
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不
过，现在机动车驾驶员能做到这一点的
并不多。”他坦言。

从事6年律师工作的申小晖说，机动
车作为高速运输工具，对行人、非机动车
驾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一定危险

性。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害的通常是
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所以，应当区
分机动车之间相撞和机动车撞人的不同
赔偿原则。因此法律规定，即使机动车
在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也要承担无过
失责任。“这也体现了法律对行人及非机
动车驾驶人的保护，是维护其路权的底
线。”申小晖说。

“在国外，儿童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接
受遵守交通法规、礼让行人的教育，而机
动车鸣笛打扰行人是非常失礼的。”申小
晖说。

“无车日”，公交车成为许多人
的出行工具，而在中州路西关至黄
河路段，快车道最右侧车道被设为
临时公交车专用道，让市民乘公交
车出行更加快捷。

目前，我市正在实行“公交优
先”措施，如在九都路和龙门大道设
置两条公交车专用道，给予公交车
在通过路口时利用左转道或右转道
直行的权利等。

市民白女士家住老城区九都路
与饮马街交叉口附近，她每天需要
坐公交车到位于涧西区的万达广场
上班。“以前坐7路公交车，一般都要

超半个小时，自从实行‘公交优先’
后，20分钟就能到。”她笑着说。

“其实，‘公交优先’就体现了
‘还路权于人’的理念。”申小晖表
示，相对于私家车，公共交通代表了
更多人的出行权利，而实施“公交优
先”也就赋予了行人更大的路权。
如今，在伦敦、巴黎等城市，城市公
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的比例为70%
左右，而我国大多数城市仅为20%，
所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让
公交车出行更顺畅、速度更快、有更
大行驶权限，是发展“公交优先”的
第一步。

那么，除了“公交优先”，该如何
平衡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
的路权，从而进一步保障绿色出行？

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
学院社会学专业教师谷高科表示，
目前，我们的城市交通建设理念仍
以车为本，而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
增长，道路越来越拥堵，带来空气、
噪声等污染问题，人与车之间的矛
盾也日益凸显。要解决这些矛盾，
倡导绿色出行，一方面要树立车辆
礼让行人的观念，另一方面行人及
非机动车也要遵守交通法规。

谷高科认为，一方面树立观念
不能靠一朝一夕的交通安全整治，
而要从教育入手，让“车让人”深入
人心；另一方面，行人及非机动车也
要遵守交通法规，杜绝乱闯红灯、横
穿马路等不良行为，人与车才能和
谐共存、平衡路权。

谷高科还表示，目前，对行人及
非机动车的城市道路设计仍不完

善，还应在交通设施的硬件上给予
他们更多路权。例如，保证慢车道
和人行道不被机动车占用，一些路
口的绿灯时间还应再长一些等。“有
不少路口绿灯时间为 30 秒，一些老
人过了一半就变成了红灯，夹在车
流当中，这非常危险。”谷高科说。

另外，国外一些经验也可借
鉴。在英国，如果行人遇上很长的
红灯又恰巧有急事，交通灯下设计
了变换绿灯的按钮，行人一按就能
得到十几秒的过路时间。而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机动车必
须避让行人，否则司机将会受到严
厉的惩罚。

申小晖说，我国也可立法保护
行人及非机动车的路权。目前，济
南市相关部门正在制定《济南市道
路交通安全条例》，其中涉及保护行
人路权方面的内容，旨在让“弱势群
体路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深入
人心。

“车让人”是基本的法律精神

换位思考，我们都是行人

平衡路权，人与车都应自省

“公交优先”体现“还路权于人”

本报记者 郝洋

凝神 九都黄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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